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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重点规划教材：现代教育技术》是从培养师范专业学生教育技术基本
理论和应用技能出发，并根据当前师范专业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而编写的
。
全书共分12章，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技术概述、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现代教学媒体、现代教学环境、教
学系统设计与评价、多媒体课件制作基础、使用Flash制作多媒体课件、使用Authorware制作多媒体课
件、使用PowerPoint制作多媒体课件、使用Dreamweaver设计网页、计算机网络与现代远程教育等。
　　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在每章后面均配有课后习题。
为了全面提高读者的实际操作能力，《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重点规划教材：现代教育技术》还精
心设计了7个综合实训，每个综合实训目的明确，并有详细的操作步骤讲解，这对于读者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迅速提高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技能是非常有益的。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重点规划教材：现代教育技术》体系完整，内容新颖，实践性强，可
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文理科学生现代教育技术（本、专科）公共课教材，也可作为中小学教师学习、研
究现代教育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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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师从以教授知识为主变为以指导、辅导学生的学习为主，由舞台上的主角变成幕后导演，成为
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指导者。
这种帮助、指导作用体现在：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
要求的情景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为了使意义建构更
有效，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
　　教学过程不再是一个同步的，而是一个异步的、发散式的思维过程，不同的学生沿着不同的学习
路径，完全可以建构出相同的结果。
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数，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维过程能力的函数。
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
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
　　1.教学目标分析　　（1）确定学习主题。
“学”的学习目标分析包括两项工作，即学习内容分析和确定学习主题，也就是与基本概念、原理、
方法或过程有关的知识内容。
在教学设计基本原理中，教学目标既是教学的出发点，又是教学过程的归宿。
通过教学目标分析可以确定所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次序。
　　教学是促进学习者朝着目标所规定的方向产生变化的过程，它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学习同样要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分析教学目标是为了确定学生学习的主题即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或基本过程有关的知识
内容。
分析教学目标首先要考虑学习者这一主体。
教学目标不是设计者或教学者施加给学习过程的，而是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提取出来的：其次，还
应尊重学习主题本身内在逻辑体系特征。
　　对整门课程及各教学单元进行教学目标分析，以确定当前所学知识的“主题”（即与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或基本过程有关的知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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